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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

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

重要讲话中指出：“广大文艺工作

者只有深入人民群众、了解人民

的辛勤劳动、感知人民的喜怒哀

乐，才能洞悉生活本质，才能把握

时代脉动，才能领悟人民心声，才

能使文艺创作具有深沉的力量和

隽永的魅力。”作为一名音乐创作

者，我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创作导向，积极从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宝库中汲取养分，努力对中

国民族音乐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

新性发展。

我走上艺术创作道路深受家

庭的影响。我的爷爷赵望云是一

名画家，家里有一本他留下来的

册页，封面上写着：“生活实践是

艺术创作的源泉”。爷爷年轻时

还曾写下这样一段话：“我是乡间

人，画自己身临其境的景物，在我

感 到 是 一 种 生 活 上 的 责 任 。 此

后，我要以这种神圣责任作为终

生之寄托。”他一生践行自己的承

诺。记得三伯讲过，爷爷在西北

乡村采风时和当地人同吃同住，

与村民们亲如一家。有一个细节

三伯记得很清楚，当地人用牛粪

擦碗盛放食物，爷爷眉头都没皱

一下就接过碗大口吃起来。三伯

当时年龄小，有点抵触，爷爷事后

语重心长地说，来了就要入乡随

俗，只有把自己完全交出去，人们

才能和你交心，才能真正感受到

当地的风土人情，继而创作出打

动人心的作品。

“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

活”是我们艺术创作的家训，家里

三代人沿着爷爷的足迹，先后多

次深入大西北乡村采风，寻找最

具 特 色 的 旋 律 声 腔 、中 华 气 韵 。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意识

到优秀的文艺作品应该给人以积

极的精神力量。音乐创作者要用

音乐语言表达内心的真实情感，

努力将感性与理性、技术性与可

听性有机结合在音乐中。

近年来，我创作的交响音诗

《千里江山》受到人们欢迎。这部

音乐作品的创作灵感源于北宋画

家王希孟的名画《千里江山图》，

从整部作品的构思立意到主题发

展，都意在把对传统、时代和人民

的爱化入音符，以音乐这根充满

情感的“引信”，点燃并激发更多

共鸣。在创作《千里江山》的过程中，我不断思索如何以音乐

为笔、以舞台为卷，实现音乐和美术两大艺术形式的巧妙融

合，在听觉艺术中营造画面和色彩，同时也把云雾、江河与群

山等视觉景观印刻在听觉空间里。我希望在音乐中，找到最

适合再现《千里江山图》的“画笔”“颜色”以及“绘画技法”。

在体裁形式方面，我采用交响乐队与中国民族乐器相结

合的方式，既有多变的交响化音响，又有特色化的协奏乐器带

来的民族意蕴。我借用中国古典诗文名句作为每个乐章的标

题，明示各乐章的主旨内涵，同时也暗示各乐章的音乐风格。

我还借鉴中国诗歌中“比兴”的表现手法，以景寓情，借景喻

人，最终确立以交响音诗这一融合音、诗、画的形式立体诠释

《千里江山图》。我希望听众能在音乐中与画家王希孟进行跨

越时空的对话，不仅感受到满眼青绿和层峦叠嶂，更能激起心

中对浩荡山河的热爱。我想，只有贴近人们内心，引发共鸣共

情，音乐作品才会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在杭州亚运会开幕式上，我担任音乐总设计一职。我们

希望整场晚会不仅要展现古典文化之美，同时也要让世界看

到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力量和速度。我们运用了很多浙

江传统民歌和戏曲元素，并用现代音乐手法进行重新编排，有

效地烘托了节目气氛，不仅还原江南特有的诗情画意，更奏响

咏叹中国式现代化的恢弘乐章。

作为向人们传递精神力量的文艺创作者，我们要不断提

高自己的综合能力，保持与时俱进的创造力；我们要虚心汲取

前辈们的宝贵经验，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突破，在音乐创

作中展现时代气韵，努力创作更多彰显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

的优秀作品。

（作者为作曲家、杭州第十九届亚运会开幕式音乐总

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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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杭州亚运会形象宣传片《弄潮》丰富的

镜头语言中，以良渚、西湖、大运河三大文化

遗产为代表的杭州城市风光和西泠印社、西

湖龙井、《富春山居图》、片儿川美食等鲜明城

市元素，生动展现在世界面前，历史与现实交

织，体育与人文辉映。

除了杭州亚运会，南京青奥会、北京冬奥

会、成都大运会等一系列国际性高规格的大

型体育赛事活动，都已成为展示举办城市人

文魅力和城市形象的绝佳平台。越来越多的

中国城市抓住历史机遇，在主办大型体育赛

事等节事活动中发挥主场优势，以丰富多彩

的配套文化活动，让国内外宾朋领略城市文

化底蕴，感受城市发展活力。

点亮“高光时刻”，展
示城市独有魅力

大型体育赛事是一种特殊的节事活动，

它让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文化背景的运动

员、教练员、裁判员等奔赴同一座城，也以赛

场赛事、仪式庆祝等活动吸引广大观众、市

民、游客参与其中。一场体育盛会，不仅是竞

技 的 舞 台 ，也 是 文 明 互 鉴 与 文 化 交 流 的 舞

台。对主办城市来说，更是展示城市实力、自

然景观、人文历史的窗口。

作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北京主办的

2008 年夏季奥运会和 2022 年冬季奥运

会，都以浓郁的人文底蕴赢得喝彩。

北京夏季奥运会上，来自世界各地

的运动员和游客不但观赏到无与

伦比的体育赛事，更从祥云小屋等

奥运文化展示空间体会到中华文化的

厚重和新意。北京冬奥会期间，吉祥物冰

墩墩的火爆“出圈”、开幕式上展现中国式浪

漫的雪花造型主火炬、科技含量十足的大型

显示地屏、奥运村浓浓的年味儿，都成为网络

热议的全球话题，彰显不断创新、“一起向未

来”的文化自信。

大型体育赛事从申办、筹办到最终举办

往往需要数年时间，这给予主办城市深度梳

理 自 身 文 化 资 源 、提 炼 城 市 文 化 特 色 的 契

机。南京青奥会开幕式表演关联起郑和宝

船、云锦、浑天仪、紫金山天文台、江苏民歌

《茉莉花》等鲜明的历史文化元素，展现古往

今来南京城的历史绵延与文化创新。杭州亚

运会取材于钱塘江和钱江潮的“潮涌”会徽，

融入良渚文化元素的“薪火”火炬，融合江南

独特山水景观的“湖山”奖牌等，都是对杭州

文化资源深入开掘的成果，是对江南文化、中

国故事的创造性表现。

发挥媒介力量，打造
可感可亲的城市形象

大型体育赛事天然“聚光”，能够吸引媒

体的广泛关注。尤其是在深度媒介化的当代

社 会 ，这 种 关

注不仅来自众多

专业媒体机构的全

方位报道，也来自社交

媒体上网友自发的捕捉和

记录。体育盛会调动起广泛

社会参与，给城市文化表达带来

更多媒介渠道和流量支持。

2021 年，成都大运会官网发起“随

手一个运动秀”短视频共创活动，在 13 天

征集时间里，全球运动爱好者共发布 5 万多

条视频，播放量超 10 亿。在这之后，为迎接

大运会，成都还先后举办体育短视频大赛、

“爱成都·大运有我”短视频大奖赛、“我的大

运记忆”征集活动等，抓住短视频这种简洁

明快、创意多元的新媒体形式，激发人们参

与记录、创作的热情。在这些短视频中，我

们不仅能通过无人机镜头俯瞰气势恢宏的

大运会场馆，欣赏网友用心记录的成都四季

风景，还可以看到社区居民为筹备大运会贡

献力量，听到成都人向海内外网友讲解成都

美食地道做法……

题材丰富多彩，形式轻巧灵动，语言活

泼、接地气，这样的城市文化传播更加符合互

联网时代多媒介、强互动、年轻态的传播特

点。合理使用媒介组合，对城市形象进行有

针对性的打造，就显得尤为重要。当大运会

与成都相遇，无论是各类短视频所揭示的健

康生活理念，还是《成都倒计时 3000 年》《哪

吒蓉宝奇遇记》《成都无边界》等宣传片所呈

现的乐观热情、安逸悠闲的生活美学，天府

文化与体育精神相互融合，显著提升城

市形象的亲和度、接受度。

城市的历史文脉、空间地理、社

会关系和精神面貌，都蕴含在鲜明立

体的城市形象体系中。大型体育赛事给

了这个体系具象化的空间，于是，赛事的视

觉符号系统、城市的面貌、场馆的服务、市民

和志愿者的微笑……这些都成为城市形象

的具体表现。正所谓“近者悦，远者来”，当

来参赛的各国运动员、教练员和现场观众接

受、亲近、喜爱这座城市，他们也会把这份对

城市的认同带回到世界各地去。

用好赛会遗产，有机
融入城市文脉

大型体育赛事在赛会结束后留下丰厚遗

产，需要举办城市加以精心规划、有效利用。

这些遗产不仅包括体育场馆等基础设施，也

包括赛会举办期间的社会关注度、当地居民

的体育热情、围绕赛事创作的文艺作品，以及

体 育 盛 会 对 当

地居民精气神的提

升、对城市精神的弘扬

等 。 用 好 用 足 这 些 珍 贵

遗产，使之有机融入城市文

脉，成为“后赛会”时期城市发

展的重要动力。

“办好一个会，提升一座城”“办

一场赛，靓一座城”，杭州在亚运会筹办

期间就提出赛会与城市共成长的目标。以

之江文化中心为代表的城市地标的亮相、城

市文旅融合线路的规划等，都体现出赛事与

“ 城 事 ”互 促 互 进 ，显 著 提 升 城 市 人 文 品

质。成都大运会坚持“办赛、营城、兴业、惠

民”理念，借助盛会向“赛事+”“体育+”文旅

产业融合发展模式迈进，为城市开辟经济文

化增长新赛道。北京利用“双奥”遗产举办

了“双 奥 之 城 艺 术 周 ”等 系 列 延 伸 活 动 ，鸟

巢、水立方、首钢大跳台等不仅成为地标性

建筑，也成为文体活动的重要载体和城市的

文化品牌。

此外，大型体育赛事也为城市留下知名

度、美誉度以及制度建设、文化发展等无形资

产 ，有 助 于 提 升 城 市 的 国 际 传 播 力 和 影 响

力。一些城市通过赛会制定长期规划，提升

城市管理水平，制度性地推动群众文体活动

开展，为后续举办国际性大型活动积累组织

管理经验。比如，为了破解大型体育赛事场

馆赛后利用的国际性难题，北京在 2022 年

冬奥会申办时期就进行了规划，并在成功举

办后明确提出充分利用冬奥场馆优势，积极

申办高水平国际体育赛事，打造国家级、国

际化冰雪训练基地和全季运营的体育服务

综合体。这些规划正在逐渐变为现实。国

家速滑馆“冰丝带”不仅用于向大众提供速

度滑冰、花样滑冰等冰上项目培训，还启用

了“国家速滑馆 08—22 足球场”，作为盲人

足球比赛和训练场地，支持残疾人体育事业

发展。

一系列“体育+人文+城市”的有益探索，

一系列大型体育赛事的成功举办，不断擦亮

城市文化名片，为城市文化谱写或激昂或悠

远、或雄壮或舒缓的乐章，赋予历史悠久的城

市文脉以更多生机活力、更多时代风采！

（作者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

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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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虚心汲取前辈们的宝贵经验，
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突破，在音乐创作
中展现时代气韵，努力创作更多彰显中国
精神和中国力量的优秀作品。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呼唤更多灵感创意、更多探索创

新。山东广电品牌节目《国学小名士》第六季

日前推出《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通过诗词

答题和诗词游戏的形式，寓教于乐地传播诗

词文化，生动展现三百六十行、行行有诗意的

时代生活。六季《国学小名士》一以贯之的是

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自觉的文化追求，旨在实

现传统魅力和时代风采的相融相通，为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探

索新思路新表达。

本季节目创新推出的《中华家庭诗词擂

台赛》，以家庭组队为切入口，27 组各具特色

的诗词家庭陆续来到舞台，两轮对战决出单

期擂主，九场之后迎来冠军之战。这种擂台

攻守形式，既有知识性、趣味性，又有互动性

和观赏性，扣人心弦，引人入胜。

以“关键词”的形式联结古代与当代、诗

词与生活，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光彩

映照现实人生，是这个节目的突出特点。节

目先后选取壮志、旷达、烟火、登高、桃源、知

行等关键词，每期围 绕 一 个 关 键 词 设 置 题

目，既自然引出历史长河里的诗词经典，也

巧妙呼应家国情怀、绿水青山等时代主题。

透过选手们的吟诵和读解，可以深切感受到

当下人们对中华古典诗词的深刻领会和多

样感悟，感受到传统文化与当代生活的诸多

契合点。

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与家风家教

家 庭 建 设 结 合 起 来 ，是 这 个 节 目 的 鲜 明 特

色。参赛的青少年选手中有来自杜甫故乡的

诗词兄妹，有成都武侯祠的小讲解员，有品学

兼优的全国优秀共青团员，父母选手中则有

医院急诊科医生、航天科技工作者、汽车装备

工程师等，囊括了多姿多彩的家庭组合和家

风观念。在他们身上，不仅能看到对中华诗

词的喜爱和熟稔，也展现出家庭教育、家风

传承对于青少年成长的重要影响，展现出诗

礼家风在当代中国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重要

意义。

丰富多样的题型设置、角度新颖的诗词

演绎、风度翩翩的舞台表现、润物无声的家风

故事，以及节目嘉宾精彩深入的点评互动，

共同造就了一场诗词文化盛宴。节目特别

增设“诗令飞花”“争分夺秒”“成语化诗”等

诗词游戏新玩法。在中秋国庆假期播出的

一 场 擂 台 赛 中 ，从“白 日 依 山 尽 ，黄 河 入 海

流”到“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从“秋风生渭水，落叶满长安”到“昔闻洞庭

水，今上岳阳楼”，“山水”飞花令让观众插上

诗词之翼，饱览祖国壮阔秀美的山川湖海。

节目在诗词答题环节还加入外景视频题，邀

请先进模范、非遗工匠、青年榜样等参与其

中，采用户外拍摄、真人出镜的方式，唤起更

多诗意情思。

借用“银河落九天”“长河落日圆”等诗词

意象，节目打造出天地星河映照、水纹山形呼

应的恢弘舞台，在大河两岸搭建对战擂台，

强化诗词赛会的仪式感。舞美设计纵接天

地、横览山河，借助增强现实技术营造实时

虚拟场景，形成诗意山水的沉浸式体验，从

形式到内容全方位展现中华诗词文化的魅

力和风采。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

必浚其泉源。”期待文化类节目能继续深耕中

华文化沃土，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代大

潮、社会热点、生活风尚巧妙结合，让更多人

发现传统之美，感受创造活力。

胡妍妍

弘扬诗礼家风 彰显传统之美


